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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角
甘武进

去湖区生态园游玩。湖边传
来玲珑婉转的歌声，柔美动听，让
人的心也跟着荡漾起来。一舟缓
缓划来，舟上坐着妙龄女子，吟唱
着《采红菱》：“我们俩划着船儿，
采红菱呀采红菱，得呀得郎有心，
得呀得妹有情，就好像两角菱，从
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她
们卷起衣袖，露出白皙丰润的手
臂，把手伸进水里，富有节奏地采
摘菱角。

这是异常和美的一幅画面，
一阵风吹过，湖水翻起波波翠碧
的浪花，送来菱叶的清香，让人心
旷神怡。这让我的记忆之门悄然
打开，思绪慢慢回到从前。老家
门前有个很大的池塘，夏末秋初
水面上常常布满葱郁的菱叶，菱
叶下面熟了的脆嫩甜美的菱角正
等着我们前去采摘。不过，那个
时候采摘菱角，远没有如今这么
轻松浪漫，而是忙碌甚至危险。

小船很少，大家多是划着大
腰盆在池塘里采摘菱角。腰盆置
于水中，里面放张小凳，人躬身坐
下，腰盆沿倾斜在水面，双手越过
盆沿，伸进水中采摘菱角。由于
盆内空间狭小，坐久了，整个人腰
酸背痛。我第一次采菱角是爬进
腰盆里的，腰盆在水里摇摇晃晃，
原地打转，怎么都不能划向前，还
差点翻转掉进水里。经父亲细心
指点并从旁帮助，我才能勉强向
前划行。到后来，我终于能熟练
地划着腰盆在塘里游弋了。

翻开藤蔓式的丛丛菱叶，新
鲜的菱角露出了笑脸，像是揭开
了红盖头的可爱新娘。摘下的菱
角，其外形像极了牛头，弯曲的尖
角形似牛角。我们用手为桨，将
腰盆划进菱角秧中。左手提起菱
角秧子，翻过来，旋一下，每条菱
角秧下都有三两个菱角。嫩菱角
颜色鲜红，指甲掐得进去；老菱角
色泽暗红，指甲掐不动。腰盆过
处，菱角秧子分出一条水道。几
个来回，便能收获十几斤菱角。

鲜嫩的菱角，生吃最佳。剥
开，露出奶白色的果肉，像果冻，
让人垂涎欲滴，而其发出的淡淡
清香，更是沁人心脾。送入口
中，娇嫩爽脆，水灵清甜，那种微
甜中略带青涩的口感令人回味，
为暑气尚未褪尽的初秋觅得了一
丝舒畅。老菱角煮着吃，甘糯香
甜。

菱角不但可做成各种菜肴，
还可熬粥。菱角去外壳，洗净入
锅蒸熟，切成小丁，放到熬煮得浓
稠的糯米粥中煮五六分钟，加适
量红糖，即可食用。《本草纲目》中
说，食菱能补脾胃，强股膝，健力
益气。并说，菱实粉粥益胃肠，解
内热。

菱角，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
的乡土美味。如今，我久居南方，
很多过往的事物只能成为回忆
了。每当金风再起，又一次吃起
菱角，嘴边总是弥漫着儿时岁月
的甜香；耳边总是想起儿时采摘
菱角时唱的儿歌：“小小船儿两头
尖，水里生长不露脸……”“一根
草，塘边绕，水上开白花，水下结
元宝……”

风很小，云很淡，月亮很大。本要入睡
了，难舍窗外的明月，又披衣下床，踱步到
村里。在如水的月光里，对五丰村仔细回
味。

台山市海宴镇五丰村是个归侨村，20
世纪60年代为安置东南亚归侨而建，原本
叫海宴华侨农场。村子不大，住着几百户
人家，基本上都是归侨后代，偶尔也会遇到
当年从海外回来的老人。

村庄四周都是水塘，水塘里种了荷花，
开洁白的花朵，有淡淡的清香。村子静卧
在接天莲叶的中央，像碧波中的一叶小
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住在这样的村子
里，感觉是极好的。村里的巷道很窄，前排
的屋檐几乎伸到后排的院墙。屋檐很低，
比一般的平房还要低，踮起脚就可以摸
到。院墙也很矮，有的是用砖砌的，有的

扎着篱笆。屋檐下和篱笆前，种着各
种各样的花草，有的能叫上名，有

的叫不上名，都是香料，闻着感
觉不明显，但掐一片衔在嘴
里，味蕾立刻感觉到浓郁
的芬芳。还有一种茂盛
的植物，叶片宽大，植株
紧凑，大约两尺来高，
绿油油的，说叫斑斓，
是当地特产的一种
美食的制作原料。

矮矮的房子，
一幢挨着一幢，粗
看没什么不同，细
看却有端倪。庭院
里种的花草不同，
晾衣竿上晾晒的衣
服样式也不同。据
说，从不同国家回来
的人，一直保持着各
自不同的风俗习惯。

本地人分得清楚，外地
人只能依赖屋前的一块

块标志牌了。看了标志
牌，才知道这家是越南庭

院，那家是孟加拉庭院。
村庄中间有个小广场，广场

正中有个归侨博物馆，讲述归侨历
史的，陈列着许多归侨从海外带回的

东西。印象深刻的有几件。有一副联句
“大船一日人千里，劳燕重逢是几时”，是
1961年一位印尼难侨回国时他的朋友赠
送的，用毛笔沾墨汁书写的，镶嵌在相框
里，陈列在一进门的位置。“此心安处是吾
乡”，台山人出洋众多，大规模出洋是在鸦
片战争以后，最早始于何时，已不可考。归
侨回忆，他们在外已居住数代，回国也有三
代了。住得久了，就有了感情，也有了牵

挂。去国怀乡，所言者地点有异，而情感相
通。有一套印尼民族乐器，叫“昂格隆”，样
子有些像编钟，演奏方式也很像。一个斜
倚的竹架上，挂着三排看起来像木工用的
锯子一样的东西，上中两排有5把，下面一
排有4把。每把“锯子”中间装有长短两个
竹筒，演奏者轻摇竹筒，便发出泉水叮咚一
般的清脆响声，好像那乐曲不是弹奏出来
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有一把磨秃的
铁锹和几个竹编的箩筐，展示当年垦荒造
田的艰辛历史。

广场四周种着椰子树，有的高，有的
矮。高的有七八米，矮的有三四米，都结有
椰果。当地人说，台山，包括整个江门，只
有这里的椰子才结果，其他地方不结果的，
不知道因为什么。村子外面也种着椰子
树，有亭亭玉立的，有高大耸起的，每一棵
的叶片都在迎风摆动，清者自清，幽者自
幽。椰林下有一条灌渠，南北方向，河水在
静静流淌。灌渠外侧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
塘，中间有田埂，一块挨着一块。灌渠里侧
便是村庄了。有很多民居改为民宿，我住
的也是。外墙上画着起舞的大象，还有穿
着东南亚服饰的乐手、舞者，充满异域风
情。往南望去，有一座灯塔，闪烁着灯火，
隐隐听到涛声。白天，我们去过，有很大一
片沙滩，沙滩附近还有一大片红树林，红树
林里栖息着大大小小的白鹭，还有一种叫
夜游的鸟，正从高空掠过。

往北望去，远处的高山上，也矗立着一
座塔，通体发光。塔顶尖尖的，自塔尖而
下，越来越宽，约有七级，不知是木塔还是
砖塔。据归侨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此地
本是一片滩涂，一批批归侨战天斗地，硬是
用铁锹挖，用镐头凿，用犁头犁，用箩筐装，
用扁担挑，将一汪汪水洼变鱼塘，将一块块
生土变良田。村人说，早先灯塔就是山上
那座古塔。后来沧海桑田，才在现在的海
边新建了灯塔。

月光如水，清辉满地。距离民宿不远
的地方，还有一座小剧场，建在一片椰林
里。剧场的屋顶尖尖的，呈人字形，盖有厚
厚的稻草。白日里看过村民的表演，也在
现场聆听了那个神奇的“昂格隆”的演奏，
有一种绕梁三日、久久不绝的感觉。从剧
场出来，就到了村庄的最南头，也是另外一
个入口。入口旁边有一堵墙，墙面上刻有

“东南亚风情园”六个大字。还有一立柱，
立柱上挂着三块牌子，都是“国字号”的，

“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庄南头也有一片
民宿，刚刚开业。灯火阑珊，深沉幽静。

倦鸟归林，乘风好去。这碧波上荡漾
的小舟，好像听着摇篮曲，沉醉在月光里。
游走在这里的人们，好像也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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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未泯 一切皆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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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诗心的孩子是快乐的，一
个有诗歌陪伴的童年是幸福的，而陪
孩子一起踩着诗歌节奏的父母，更可
拾捡起被星星洒满清泉的童年回忆，
找回自己那颗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星星泉》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熊正
红创作的一部童诗集。作者是从山村
走进城市的“山娃娃”，其诗歌里流淌
着山村娃充满艰辛却澄澈明亮的回
忆、流淌着城里孩子走过的亮晶晶的
快乐童年，以及作者对未来小孩拥有
无限可能和万事可期的寄望。

一个作家，无论是否醉心于童年
叙事，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
会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作者的童年
不算美好，母亲早逝、家境贫困、生活
艰辛……命运重压下的她，始终葆有
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在饱经风霜、看
清生活真相后，仍然心怀善意，以敏锐
的眼光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点点滴
滴的美好，呈现给孩子们无与伦比的
美丽诗歌。她的诗歌里充满了对母亲
的深深眷恋。她喜欢与自家的小狗、
山野田间的小动物和植物为伴，因为

那是母亲安排给她的好朋友；喜欢躺
在安葬母亲的山坡草地上，“任那些
草，触碰着她的鼻子，嘴巴，耳朵/触碰
着她的小手，小脚/她知道这是她的草
妈妈，在抚摸她”（《草妈妈》）。她每一
首怀念母亲的诗歌，没有凄婉悲伤的
情绪，没有眼泪飞奔的哀叹，却将对母
亲的爱与念，深深浅浅地刻在字里行
间，让人缱绻，让人留恋。她的诗歌里
充盈着乐观坚韧的力量。面对树丛背
后不可预知的声响，“山娃娃挺起小小
腰杆，不害怕/她是猎人的后代，她不
狩猎/但骨子里，流淌着一种勇猛/谁
也别想把她恐吓”（《野猪村》）。而在

转山人的歌声和故事里，她第一次感
觉到“被声音打开的广阔的世界”，升
腾起跨越群山、追逐星辰大海的梦
想。作者的笔下无艰深的措辞和晦涩
的隐喻，无尖锐嘲讽与情感说教，只有
亲切而踏实，生动刻画了爱和梦想的
形状，带给孩子面对生活挑战的勇气，
让孩子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
待和向往。

安徒生曾说：“每一个童话后
面，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其实
每一首童诗的背后，亦有一个心怀
期望的成年人，当故乡成为“他乡”，
在城市追逐梦想的她，以一颗依旧

清澈、单纯的“童心”描绘城里孩子
的幸福生活，画展、碰碰车、芭蕾舞、
莫扎特……一一走进她的诗歌世
界，借用这些丰富的意象，她发挥着
诗人独特的发现和想象力，发出自
己的声音。这声音可以是饱含哲学
思考的，“你看那一朵高原雪莲/它
在悬崖边上，仰着快乐的脸/它告诉
你，不畏艰难地到达高出/才能看
到，与低处不一样的风景”（《观画
展》），她以优美的诗歌语言，意味深
长的诗境，启发孩子们去思考、探索
和认知，点亮孩子们心中的光。这
声音可以是经历映射的，“总有一些

野草/从城市的水泥地缝隙里/顽强
地生长出来/试图找到它们的草原
……果真/你顺着野草们生长的方向
望过去/野草们，正在向远方蔓延”
（《野草》），这生命力令人惊叹的野
草，不正是无数如作者这般从山村
走出，在城市中努力奋斗、顽强打拼
的普通人吗？这声音也可以是“完
成了童年理想，童年又成了理想”的
渴盼，“回到我心心念念的小村庄
——野猪村/我看到在村口，有个小
女孩出来迎接我/她是那个过去时
代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和我的
另一个我》），她的诗句引起了我内
心强烈的回响，小时候的我们渴望
快快长大，可真当我们长大了，成了
童年的理想，却又不断地回忆童年。

如作者所言，《星星泉》是一部“写
给曾经的小孩、现在的小孩和未来的
小孩看的书”，每个人或许都能在诗作
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当岁月并不
温柔，生活催人向前，我们对抗的武器
唯有童心。愿你我出走半生，依然童
心不泯，一切皆甜！


